
设情况，强化了各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财务统管，加强了

资金调度，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通过清理整顿，制

止了违反规定多头开户和私设小金库的现象，规范了开户行

为，从制度和管理机制上加强了对财政预算资金的管理监

督。此次清理整顿对 40 个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进行

了重点检查。同时，结合清理整顿工作，预算会计业务主管

部门全面开展了对中央一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的审批工作，

新建了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对中央预算单位的

银行账户的开立、变更、撤销等情况实施了动态监控。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  金介辉  黄达孝执笔）

国家财务管理工作

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

2002 年，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发挥财

政职能，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改制，全面加强制度

建设，切实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检查，认真研究探索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中的重大政策问题，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取

得了新的进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一、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改制，支持

企业改革发展

（一）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重大改革。2002 年，按照

中央的决定，积极参与电力、电信两大行业体制改革和民航

企业联合重组，初步完成了三大改革涉及的资产划分、资本

（股权）确定、违规股权清退以及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工作，

并就改革对地方财政利益的影响进行了专题研究，及时办理

了相关资产财务划转手续。

（二）积极支持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2002 年，共审核

批准了拟上市的 89 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国有股权管理方

案，12 家境外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确认批复工作，115 家上市

公司国有股转让方案，11 家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

股东认购配股方案。参与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重组工作，完

成了 11 户下放地方企业有关隶属关系变更和资产划转工作。

参与中国包装总公司、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中国对外贸易运

输（集团）总公司、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五金矿

产进出口总公司等直管企业的重组改制工作，妥善解决了重

组改制过程中有关贷款担保、债务危机、局部破产、注资等

问题。参与军队保障性企业移交工作，对军队保障性企业移

交所需补助的资金13.5 亿元全部拨付到位。

（三）积极支持国有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针对关闭破产

中基层单位反映的某些费用补助标准不足的问题，认真开展

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政策办法。2002 年对 79 户中

央及中央下放地方企业实施了政策性关闭破产，中央财政拨

付破产补助资金 125 .61 亿元，妥善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

38.46 万人。凡列入破产计划并经司法程序宣告破产的企

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全部到位，保证了国有经济结构调整

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

（四）支持外贸出口和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坚

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积极应对，并采取有效

的措施办法，支持我国企业的外贸出口，支持企业实施“走

出去”的发展战略。经国务院批准，于 2002 年初启动了对

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有效缓解了长期困扰企业的

资金短缺状况，促进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发展，带动了国

产材料的出口，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全面加强制度建设，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一）规范国有资本重组财务政策，促进国有经济结构

调整。一是制定《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管理与财务

处理的暂行规定》，明确了企业公司制改建的原则和程序。

二是与原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制定《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

行规定》，对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的形式、原则、要求、

程序以及外国投资者条件、转让价款支付等做出了具体规

定。三是配合原国家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制定

《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

的实施办法》，明确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分流的原则、范

围、形式以及资产处置、债权债务关系、劳动关系处理等政

策。

（二）规范企业财务行为，维护国有资本权益。一是制

定《关于企业实行财务预算管理的指导意见》，对企业财务

预算的组织机构、预算内容、编制方法、编制程序、执行控

制、分析考核等，作出了具体规范。二是制定《关于国有企

业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 有关财务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

了企业申请执行新会计制度必须做好财产清查、审计及相关

财务处理工作。三是制定《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应收款项管理

制度的通知》，明确要求企业应建立应收款项的台账管理制

度、催收责任制度、年度清查制度和坏账核销管理制度。

（三）按照先制定办法，后安排资金的原则，加强财政

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出台了《企业财会信息资料统

计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库区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管理办法》、《技术更新改造项

目贷款贴息资金管理办法》、《对俄森林资源的采伐与木材加

工合作项目贷款贴息资金管理办法》、《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

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口产品研究开发资金管理办

法》、《出口信用保险扶持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外商投资环

境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不断改进和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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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财政资金的管理，为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提供了制度保

障。

（四）制定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改革的配套办法，

进一步改革和规范国有资产评估。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

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精神，及时制定《国有资产

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国有资产评估违法行为处罚办

法》、《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管理办法》、《国有资产评估项

目备案管理办法》和《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抽查办法》等配套

办法，实现了新旧管理制度的平稳过渡。

三、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检查，大力开展增收

节支工作

（一）加强政策性关闭破产补助资金的审核与监督检查。

认真组织并指导有关省市财政监察专员办，对关闭破产企业

费用预案进行审核，明确要求在中央财政审定政策性关闭破

产企业的补助资金之前，必须经过财政监察专员办的审核，

做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处理，加强事前的监督检查，确保了

资金的合理使用。

（二）全面清理盐行业中央平衡差、国家盐业发展基金

和国家碘盐基金。为解决我国盐行业的历史遗留问题，专门

组织有关部门，对历年中央平衡差和盐业发展基金应缴未缴

和基金委托借款情况进行了专项清理，并将清理出的中央平

衡差、国家盐业发展基金和国家碘盐基金全额转为中国盐业

总公司的国家资本金。

（三）努力做好增收节支工作。2002 年初，财政收入增

长缓慢，国务院专门召开全国增收节支电视电话工作会议，

要求财税部门狠抓增收节支工作，确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

根据会议精神，专门下发了《财政部关于中央管理企业狠抓

增收节支工作确保完成全年预算的通知》，并对中央企业的

欠税大户提出了清理陈欠、严格控制新欠的要求。

四、积极研究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重大

政策问题

（一）及时应对实施公共财政和加入 W TO 的新形势，

积极研究财政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在有

关地方财政部门的配合下，形成了《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适应加入 W TO 需要，

调整和规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政策措施》、《分离企业办

社会职能，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加强国有股权管理，

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公共财政框架下的企业国有资本预算

研究》等专题研究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二）积极探索企业分配制度改革。2002 年，在总结北

京中关村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试点等经验的基础上，

研究制定了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

意见，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文件发出后，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高度关注，普遍认为这是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实行按

劳分配与按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一项制度

创新。

五、进一步加强各项基础管理工作

2002 年，通过积极努力，改进并完善了资产与财务管

理信息系统，研制了资产评估数据统计管理系统软件，加大

了对企业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分析力度，初步建立了企业统计

信息的预警机制。完成了历年各类企业财政、财务法规制度

的全面清理工作。组织开展并完成了对企业资产与财务的行

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工作，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做

好行政审批取消项目的后续管理和衔接工作。对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逐项制定行政审批管理程序。编辑出版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现行财政法规汇编·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

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改革实务操作手册》、《中央企业资

产财务及简况》、《2001 年中国外商投资财务分析报告》、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基本情况》、《中央民航企业资产财务及

经营简况》等一批基础性管理工具用书。完成了 18.2 万户

企业产权登记年度检查工作。完成了对历年产权登记、资产

评估、股权管理有关档案的清理整理工作。建立健全了国有

资产评估项目核准项目和备案项目统计报告制度，全年办理

核准项目 3 件、备案项目 293 件。

（财政部企业司供稿  李国中  刘瑞杰  赖永添

  袁海尧  刘红  黄健  贺定凡  刘丽娜执笔）

金融财务管理工作

2002 年，金融财务管理工作积极支持金融体制改革，

继续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改善金融业经营环境，不断改革

金融业财务监管制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调整金融业财政财务政策，积极防范与化

解金融风险

（一）进一步降低金融企业消化历史包袱的成本。一是

制发了《财政部关于进一步缩短金融企业应收利息核算期限

的通知》，将金融企业应收利息的核算年限从 180 天缩短为

90 天，并规定已计入损益的应收利息可以冲减利息收入，

从财务政策上为金融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进一步创造了条

件。二是推动实施有利于金融企业消化历史包袱的税收政

策，包括：①金融企业依据规定计提的呆账准备，其按提取

呆账准备资产期末余额1 % 计提的部分，可在企业所得税前

扣除；②金融企业凡符合规定核销的呆账损失，首先冲减已

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不足冲减部分据实在所得税税前扣

除；③调整核算期限后的应收未收利息从营业税应税营业额

中减除；④继续降低金融企业营业税税率，减轻金融企业的

税收负担。从 2002 年起，金融企业的营业税税率下调为

6%。

（二）进一步推动国有金融企业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

增强各机构信息披露的可比性。起草了《国有商业银行财务

信息披露办法》、《国有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办法》和《国有证

券公司信息披露办法》，明确财务指标的披露口径，规范信

息披露行为。

（三）进一步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财务管理办法。一

是针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等政策性银行的不同特点，对各行考核指标、考核方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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